
格菏泽老兵为无名烈士寻“家”之三

本报报道引来众多市民关注

党史专家还原当时战争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保珠

乘客大意落行李在车上

车站找到后托运给失主

本报菏泽2月27日讯 (记
者 梁斌) 近日，潘女士带
着给孩子买的新衣服，喜气
洋洋地坐车回家，却大意把
行李落在车上。她在菏泽汽
车西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查发车记录，打车主电话，最
终打听到失物下落。车站工
作人员随后还将物品托运回
来，让潘女士倍加感动。

2月23日下午5时左右，
家住定陶的潘女士从郑州乘
大巴车返回菏泽。出发前，她
特意为孩子买了新衣物。大
约在当晚8时40分，潘女士所
乘大巴赶到菏泽汽车西站。
急着下车，潘女士忘记了放
在车上给孩子买的一包衣
物，直到下车十分钟后，她才
发现，此时车早已进站。

在站外的潘女士赶紧跑
到车站里面，一排一排寻找
刚才乘坐的车辆。由于天色
已黑，加上车站晚上停车多，
潘女士寻找了一大圈都没有
找到，就去寻求车站工作人
员的帮助。

车站工作人员弄明情况
后，一方面安慰潘女士不用

着急，另一方面，赶紧与郑州
的办事人员联系，确定车辆
的车牌后，随后，又根据车牌
找到了司机的电话。当车站
工作人员联系上司机时，司
机和售票员已经回家，由于
离家较远，双方商定次日早
上再把东西交给失主。

车站工作人员考虑到潘
女士家在定陶，又急着回家，
便主动提出，可以由车站人员
帮忙，通过次日的最早班车，
帮潘女士把东西运回家。这下
潘女士彻底被感动了，“本想
着人家也辛苦了一天，能帮个
忙就很不容易，没想到，他们
的工作会做得这么细致。”

27日，潘女士向本报反
映了此事，希望表示感谢。由
于她当时只顾着激动，忘记
向对方问姓名，只听见车站
工作人员向郑州的办事人员
介绍，姓苏，是安全科的。27
日下午，记者通过菏泽汽车
西站联系到苏先生时，他感
到很惊讶，觉得自己做的事
是车站工作人员一直都在做
的，“举手之劳而已，以后肯
定会继续做下去。”

“谁遇上都会伸出援手”
活雷锋张玉贵帮一老人找到家人

本报菏泽2月27日讯 (记
者 李德领 ) 单县一老人
离家出走流浪至菏泽丹阳路
与和平路处时，被正在遛弯
的张玉贵发现，便将老人安
置在旅馆内，并帮助其找到
家人。

27日上午，记者见到老
人时，张玉贵正在给她梳头，
又帮着老人修剪指甲。

据张玉贵介绍，26日晚
上8点左右，他与老伴外出遛
弯，当走到丹阳路与和平路
处时，看到前面围了很多人，
便好奇地围了上去，“我看到
人群中坐着一名60余岁的老
人，面相和善，看着挺可怜
的，在与她交流中始终不说
话，便从家拿了包子给她吃，
后与老伴商量先将她先领回
家中。”

“将老人领回家后，又给
她做了饭，我想老人出走家
人一定很着急，便试着与老

人交流，想从中了解到老人
的信息，但无论我如何问，老
人始终不说话。后来我就给
她讲毛泽东、周恩来、雷锋等
人的故事，并给她唱《学习雷
锋好榜样》。慢慢地，老人对
我没了防备，开始与我聊天，
当时已经晚上12点左右，便
将老人安置在附近的旅馆。”
张玉贵说。

记者试图与老人交流，
但她只是低着头不说话。后
来老人从她兜里拿出身份
证，原来她是单县浮岗镇人。
经过联系，老人的家人来到张
玉贵的店中，“我妈目前跟着
我们在菏泽生活，26日晚7点
多忽然找不到人了，我们便急
忙四处寻找但仍未找到，刚得
知我妈在这里，就急忙赶过来
了，真是谢谢你们。”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
管是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伸
出援助之手。”张玉贵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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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源地在泰安等，烈士家属可来寻亲

菏泽老兵张景宪找到无名烈士生
前战友的消息，让祝厚江非常振奋，

“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可以根
据这个线索找到无名烈士生前更多战
友，或许他们能回忆起当时战友的姓
名和籍贯。”另外，祝厚江又提供了一
个思路：华东野战军是新四军改编而
来，他们的兵源主要来自泰安、沂蒙山
区等地。

祝厚江建议张景宪根据以上两个
方面的线索，寻找这些无名烈士的

“家”，希望很大，但最后结果如何尚不
能确定。针对读者非常关心这些无名
烈士最后是否能确定到姓名和籍贯的
问题，祝厚江认为很难确认到具体名
单，“当时部队打仗虽然有名册，但经
过番号更改、人员牺牲流失等原因，很
难找到档案，只能靠这些无名烈士生

前战友进行回忆，而这些在世的老军
人基本上都已80多岁，回忆当时战友
情况也实属困难。”

虽然这些无名烈士生前战友不能
提供具体名单，但可以获悉很多有价
值的线索，比如这些无名战士都是哪
里的人，可以呼吁无名烈士家属寻找
家人。张景宪告诉记者，不管最后能否
找到这些无名烈士家人，都要进行下
去，下一步要到赵忠泰老人家里，寻找
线索；另外还要把张和庄烈士陵园修
建好，以慰藉这些在解放战争中流血
牺牲的功勋。

张和庄烈士陵园作为菏泽开发区
唯一烈士陵园，菏泽市民政部门和佃
户屯办事处还将加大对张和庄烈士陵
园扶持力度，加快建设，打造成红色文
化教育基地。

菏考奔袭战，激战三天三夜

原牡丹区党史办主任祝厚江曾历
时3年走访战时当时人，整理还原了当
时这些无名烈士参加的战役，“华东野
战军参谋长陈士榘、华东野战军第八
纵队政委李耀文、原济南军区司令员
饶守坤等人，给我还原当时战况，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祝厚江说，他上北京
下南京，查找历史资料，最终写就《华
东野战军鲁西南作战概述》一书。

据《华东野战军鲁西南作战概述》
中记述，菏泽开发区佃户屯办事处张
和庄社区当时作为临时战地医院，部
分战士牺牲后被掩埋在这里。祝厚江
介绍，1947年12月下旬，华东野战军西
线兵团在陇海线上的柳河集地区，一
举将敌第24师歼灭。敌人为保障陇海
铁路的畅通，调重兵防守，鲁西南敌人
的兵力薄弱，仅有敌第55师、第68师一
部占据菏泽、东明、考城等县城。菏泽
城仅有敌第四馁靖区机关及第181旅
驻防。为巩固鲁西南阵地，保障南北交
通线的安全，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乘
敌不备，奔袭菏泽、东明、考城县城，拉
开了“菏考奔袭战”。

1947年12月28日晚，华东野战军
第八纵队由定陶一线向菏泽城奔袭，
22时完成对敌包围，29日17时发起攻
城战斗。先以猛烈炮火向敌人轰击，尔
后开始了冲锋。第22师第65团先攻占

高海，迫使防守该村的敌人退守东关，
接着该团随协同第64团向东关冲击，
并占领了东关大部。此时第23师第67
团的一部与第69团协同歼灭了南门外
守火柴公司的敌人后，第67团主力向
城南关发起冲锋。当部队冲击到第3道
战壕时，受到敌人密集火力压制，冲锋
未能成功。与此同时，该师第68团向城
西南角进行钳制性攻击，因敌人火力
很猛，也未能凑效。向北关攻击的第24
师一部，因敌人防御工事坚固，仅摧毁
了三个小据点，未获得大进展。

经过一夜的战斗，各师攻城部队
均未突破菏泽城垣。12月30日晚又一
次发起进攻。17时，第24师第70团第1
营3连，在炮火的掩护下，经过连续爆
破，冲入北关，但因后继部队未能及时
跟进，在敌人的反冲下，第3连被迫撤
出北关。第22师、第23师在向东关、南
关进攻时，敌人凭借深沟高墙，集中炮
火轰击，攻击部队受阻。通过壕沟时，
因桥梯均被敌人火力摧毁，人员伤亡
较大，战斗至31日4时，仍未突破敌人
防线。此时敌第84师已开进至曹县附
近，如果继续向菏泽城进攻已甚不利。
此时，第10纵队已攻克考城，第11纵队
已解放东明。在此情况下，第8纵队奉
命停止向菏泽城守敌进攻，转移至定
陶附近。

菏泽老兵张景
宪为1 3 6名无名烈
士寻“家”的故事报
道后，菏泽牡丹区
原党史办公室主任
祝厚江感慨万分。
他对这段历史研究
颇深，这些无名烈
士参加的战役历史
名称为“菏考奔袭
战”，是为策应刘邓
大军过黄河而进行
的战斗。

▲张景宪(左一)向祝厚江请教当时战况。

▲张玉贵在给老人剪指甲

格雷锋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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